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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
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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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２．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
１０年。审视这１０年走过的历程，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其发展的政治环境，高
等教育迅猛发展、期刊出版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是其
调整恢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是其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等均坚

守了其学术性的本色，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繁荣。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在我国，“改革
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

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

关注社会现实，记录时代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依托
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和地域特点，形成期刊特色，对学校建设和区域发展做

出了独特的贡献。

·５８·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２月　第１９卷第１期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从

“文革”结束时的小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

森林，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综观学界对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的研究，除了宋应离编著的《中国

大学学报简史》和马宇红编著的《中国大学学

报发展简史》对高校学报（既包括社会科学学

报，也包括自然科学学报）进行研究外，还没有

见到专门研究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专著出版；

至于论文，在中国知网用篇名“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查询，也少见对高校社科学术期刊１１０多

年历史的系统研究，甚至连一个阶段、一个时期

的研究都没有看到。鉴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

放第一个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文中除

特殊需要标注相关学报版别的，其他不再一一

标注）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助力我国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研究与发展。

　　一、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办刊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期刊发展的先决条件。

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

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环境，思想解放、改

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其发展的前提，高等教育

秩序的恢复与迅猛发展、社科学术研究与编辑

出版业的空前繁荣是其发展的学术环境。

１．政治环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

成为第一要务。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必须以思想

上的拨乱反正为先导。而当时由于“文革”１０

年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消除，也由

于“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拨乱反正受到了严

重阻碍。１９７８年５月，一场席卷全国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我国

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

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针对“两个凡是”，文章指出，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

社会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

任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

个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

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

客观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

验，凡经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

际的东西，就不应再坚持。文章见报后的第二

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引起强

烈反响。不久《解放军报》与此呼应，发表特约

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

则》。从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大讨

论不仅有力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破除

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

行，而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

想、舆论准备。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

放的基本国策。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也迎来了阳光明媚

的春天。

２．学术环境：高等教育与期刊出版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既受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制约，也受制于高等教育自

身的发展规律。“文革”１０年，高考中断，人才

断流，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教育秩序都处

于混乱甚至是荒诞之中。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２日，

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

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渴求知识、渴望成才的七

七届、七八届新生涌入大学校园，标志着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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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

前人人平等；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复苏、教育

秩序和知识价值的回归。之后的几年，高等教

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本科

教育制度、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培养体系进一步

完善；广大高校师生思想解放，意气风发，有理

想、有追求、有思想、有激情，不仅为建设“四个

现代化”刻苦学习，而且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且不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仅就当时的学生

来说，就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

《史学月刊》（河南大学主办）前主编李振宏，

１９８０年还是河南大学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

就在《文史哲》发表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

命民主主义者”吗？》一文，对宋史权威漆侠的

观点提出质疑。［１］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卫威，

１９８４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在《河南大学学

报》发表处女作《端木蕻良和他的〈科尔沁旗草

原〉》。［２］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华中师范大学

原党委书记马敏１９８０年代读硕士时也分别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３］《史学月刊》［４］上发表

过文章。很多人认为，１９８０年代是一个思想迸

发、盛产“大家”的年代，而这离不开媒体的传

播。在那个刚刚结束书荒、刊荒的年代，为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

求，出版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图书、期刊、

报纸等以几何级数增长，期刊出版空前繁荣。

１９８５年，中国期刊发行总数２５．６０亿册，全国

人均期刊占有量首次突破２册。［５］１７９不仅数量

“疯长”，而且种类多样化、多质化。以学术期

刊中的高校社科学报为例，１９８１年，全国有近

２００种；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已达 ３９３种；１９８８年 ８

月，增至４１０多种。［６］２８７－３０２

可见，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高校的社科学术期刊乘

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借助高等教育的发展、科学

研究的兴盛、期刊出版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第一

个１０年迎来了第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二、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发展状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１１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７］，那么，

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我

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则颇为顺利。１９７６

年“文革”结束，由举国欢庆、百废待兴到拨乱

反正、短暂调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一如各行各

业一样迅速走上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历程，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是恢复调整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则

是快速发展期。

１．恢复调整期

“文革”１０年，我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

版工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１９７７年，在把颠倒

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代大潮裹挟下，遭到

破坏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逐渐恢

复。１９７８年４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展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１９７８年６月，

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

作座谈会，同时召开了高校学报工作座谈会并

制定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的意见》；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不仅促

使“文革”中被停办的高校学术期刊得到尽快

复刊，而且也催生出一些新的学术期刊。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８０年底，我国高等学校编辑

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５５种。其中综合性大

学学报３１种，师范大学（含师范学院）学报４９

种，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４７种，语言、财贸院校学

报１７种，政法院校学报２种，民族院校学报６

种，艺术美术院校学报３种。在这些学报中，直

接冠以校名的学报约１３０家，另取新名的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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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家，著名的如云南大学的《思想战线》、山东

大学的《文史哲》、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

丛》等。［８］１９８０年代初，我国大学学报不仅数量

多、门类全，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版与社会科学版

之分、综合性与专业性之别。专业学报又分财

经类、政法类、管理类，等等，盛况空前。

与高校社科学报一样，这一时期的高校专

业学术期刊也处在复刊、创办、发展期。以北京

大学为例，１９７８年，法学院创刊了《中外法学》，

南亚研究所创办了《南亚研究》；１９７９年，经济

学院创办了《经济科学》；１９８０年，国际关系学

院创办了《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８１年，外国语学

院创办了《国外文学》，图书馆创办了《大学图

书馆学报》等。还有一些在今天颇有影响的名

刊大刊也在这一时期创刊。例如，１９７９年，北

京师范大学创刊的《比较教育研究》，上海财经

学院创刊的《外国经济与管理》；１９８０年，武汉

大学创办的《图书情报知识》；１９８１年，复旦大

学创刊的《新闻大学》，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

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

２．快速发展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我国各条战线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

上的喜人局面。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民主和谐，

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稳定上升，给教育、科学、文

化事业的繁荣，包括出版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前提条件。１９８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

作的决定》，明确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解放了

出版生产力；１９８４年，思想文化领域全国性的

“文化热”逐渐达到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研究氛围越来越浓厚；许多省市和地区的社

科期刊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诸如期刊协会、编辑

学会、学报研究会等组织，许多高校的院、系、所

先后创办了出版社、杂志社，出版各种类型的学

习杂志、专业研究杂志等，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迎

来了快速发展的“疯长期”。以高校社科学报

为例，继１９７８年的武汉大学会议以后，１９８４年

４月，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高等院校哲学

社会科学学报工作座谈会”；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全

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前者对如何进

一步办好高校社科学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

示，后者结束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一盘散沙”

的局面。在教育部社科司的直接领导下，在行

业组织“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引领下，１９８０

年代不仅国家直属重点高校、部属高校、省属高

校办有自己的学报，而且地处偏远地区的师专、

师范，以及改革开放后才批准成立的地方大学，

也基本上都办有自己的学报，并且有些还办得

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如《楚雄师专学报》、《呼

兰师专学报》、《思茅师专学报》、《保山师专学

报》、《阴山学刊》（包头师范学院主办）、《深圳

大学学报》、《平原大学学报》等。它们的出现，

壮大了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队伍。统计资料显

示：１９８０年代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从１９８１年

的１５０余种、１９８３年的 ２０８种、１９８５年的 ２７７

种、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种、１９８７年的３９３种，增加到

１９８８年的４４０种［５］２３５。截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高

校文科学报已达３９３种，到１９８８年８月，增至

４１０多种，全国大学学报总数超过１０００种，不

仅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占全国６２００

种期刊的１／６左右。［６］３０２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期刊，

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１９８６

年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１９８７年创

刊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

中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与实验》是１９８３年创

刊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是

１９８５年创刊的、《教育学报》是１９８８年创刊的。

另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出版科学》

（１９８６年试办）、湖南师范大学的《古汉语研

究》（１９８８年创刊）、东北师范大学的《古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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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５年创刊）、中国传媒大学的

《当代电影》（１８８４年创刊）、吉林大学的《当代

法学》（１９８７年创刊）、山东大学的《当代世界

社会主义问题》（１９８４年创刊）、西安外国语大

学的《外语教学》（１９８５年创刊）、南开大学的

《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８５年创刊）等，都是这一

阶段创办的刊物。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

社科学术期刊创办之多、发展之快，超过以往任

何一个时期。以最新公布的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为

例，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共收录社科

学术期刊５５４种。据笔者统计，在这５５４种来

源期刊中，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有 ２８９种，占比

５２．１７％；而在这２８９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中，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创刊的有１５３种，占比５２．９４％。

也就是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过半；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

年创刊的至今仍很有影响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的数量也过半。这里且不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的分量和影响有多大，

只说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创办的数量之多，就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１１０年的历史中让人叹为观止，其对中国高校

社科学术期刊的奠基之功不言而喻。

　　三、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特色与作用

　　出版物以内容为王，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内

容与质量，从一定程度上说决定着它的前途与命

运。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从内容上看，尽管还受到“左”的影响，没

有完全挣脱政治对学术的羁绊，但已开始最大程

度地追求学术性，探索学术话题，回应现实社会

需求和意识形态关切，其特征鲜明，作用突出。

１．回归学术，促进学术繁荣

学术期刊的标志、特征和本质都是学术。

“文革”１０年，大多数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游弋于

学术与政治之间，少数甚至以政治代替学术。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

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

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

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方针”［９］之后，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开

启了从政治回归学术、以学术为本的办刊理念，

促进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自由开放的学

风、文风、刊风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流行。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具体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刊宗旨方面。以１９８７年创刊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例，其创刊号《发刊词》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借

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

华民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的探索，欢迎对于现

实问题所进行的一切有益的探讨，为那些在文

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教育学、新闻学、档案学、管理学等一切社会科

学领域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新论据的

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地，努力促进开发新学

科、推广新思想、树立新学风，并注意在这一过

程中扶植新人。［５］２３２其不仅强调学术———“研

究……新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而且突

出创新———“为那些……发现新情况、提出新

问题、补充新论据的具有新意的文章提供园

地”，尤其是一个“创造性”和几个“新”字，对学

术创新的重视和以学术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

其实，办刊宗旨作为期刊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大

纲，代表了期刊的主导思想，反映了期刊的灵

魂。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１０年，其他重新复刊

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和新创办的期刊，复刊词

或发刊词大多秉持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思想，

强调创新，看重创新。比如，１９８０年创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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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研究》（华中工学院主办）突出高等教育

的研究性质，刊发高等教育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１９８１年创刊的《社会》（上海大学主办）则重点

刊发国内外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

展；１９８２年创办的《科技与出版》（清华大学主

办）融科技、出版于一体，着重新内容、新信息

的传播；１８８４年创刊的《当代电影》（中国传媒

大学主办）注重刊发有关电影理论、电影创作

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可见，这些刊物不仅从

办刊宗旨上凸显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创

新的品位，而且彰显了为学术发展、学术繁荣服

务的理念和气度。

二是在文章内容方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发表了一大批学术

性、理论性都很强的研究性文章。比较著名的

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刊发的

《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不仅具有强烈的

学术色彩，而且被公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导向和

极高的学术价值完美结合的代表；《复旦学报》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复刊号刊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被《人民日报》转载、被时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肯定，“是一篇富于时代

性和学术性的力作”［１０］。另外，《河南大学学

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发表的《信息智化编辑观》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和１９８８年第３

期发表的《文化缔构编辑观》，以及《史学月刊》

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发表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次妇

女解放运动》和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发表的《河南回

族分布的历史渊源》等文章，内容极具创新性、

学术性；《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刊发的

《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被公认

为“文革”后最早为胡适的红学给予实事求是

评价的少数论文之一［１１］；《文史哲》１９８４年第１

期策划刊发的５篇“文化史研究笔谈”，呼吁改

变新中国成立后把历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史、政

治史的做法，要求大力加强对于文化史与传统

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１９８０年代思想文化界

“文化热”的起点。［１２］这些开放性、多元性的研

究，反映了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高校社科学术

期刊营造的自由、蓬勃的学术氛围。

三是在学术论文刊发比重、转载数量方面。

一般来说，刊发文章的质量如何，与文章的类型

关系很大。改革开放第一个 １０年，刚从“文

革”严冬走出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由于还没有

建立与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规

则、范式，时事宣传类文章、工作总结类文章、教

学教案类文章还时有出现，但学术论文比重、转

载数量已相当可观。据宋应离先生对１９７８—

１９８１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的１０家学报所发文章进行

的统计，学术论文占文章总数的８５％以上。［６］２８７

正因为对学术、学理的重视，所发文章的转载率

也越来越高。以《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社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为例，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两年内，仅《复旦学报》就被转载

１０７篇。１９８２年，《新华文摘》全年１２期共摘用

学术论文５００多篇，其中选自高校文科学报的

就有１３０多篇，约占总数的１／４强［６］２８８。转载

量的增多，学术影响的扩大，既促使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进一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规范办刊范

式，凸显学术期刊应有的气度和章法，又繁荣了

学术研究，为期刊学术质量的提升和中国社科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２．关注现实，推进改革进程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

为时代的主题词。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作为社会

发展与改革的感应器、思想与学术的展播台，不

仅追求学术性，同时还十分关注现实、记录时代

律动，在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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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解放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是先声，而思想解放的标志是１９７８年

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此之前，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已发表了多篇有关理论与实

践问题的探讨文章，实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河。

例如，《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刊登了梁

宁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复旦学

报》１９７８年复刊后第１期开辟的“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专题笔谈，发表了林永民的《理

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等７篇文章，其内容都是从

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理论、学术上肯定了检

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当时，“两个

凡是”大行其道，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能发表这样

的文章，且不说其学术敏感、学术认知高人一筹，

只说其文章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

敢于率先发表的政治胆识、政治魄力，就已对当

时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具有一定的引领和助推

作用。不仅如此，当大讨论席卷全国的时候，《武

汉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

线》、《北京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教学

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等一大批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也都组织了相关笔谈、专题，刊发一

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使以学术理论研究见长的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大放异彩，凸显了记录时代、引

领时代的特质。例如，面对当时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也刊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重头文章，如《武汉大

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刊发的《〈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复旦学报》

１９７８年第２期刊发的《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

马克思主义》，《文史哲》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刊发的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等。

这不仅使高校这一学术地基上开放出了璀璨的

时代之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冤假错案的平

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营造了历史人物客观

评价、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推动

了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进程。

二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如

果说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是

思想解放和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当时的高校社

科学术期刊既在思想解放中赚足了“眼球”，又

在面对改革开放亟需解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实践、新问题时，

交出了比较优异的答卷。例如，改革开放初期，

对于我国经济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计

划和市场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可不

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些事关改革目标的基本理

论问题，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复旦

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５期刊发了蒋学模的《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一文，旗帜

鲜明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而

１９８０年代前期，曹凤岐就曾大胆提出要在中国

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的主张：《北京

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 １期率先刊出曹凤岐的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之后，

《北京大学学报》还连续刊发了“十论”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股份制文章，为理论界广泛接受，并

受到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５］２３４该学报

也被认为是“国内公开发表‘股份制改革’文章

的第一本刊物”［１３］。另外，《郑州大学学报》

１９８３年第６期刊发的《社会主义财政在社会再

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财经学院学报》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刊发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经济

效益的关键在于改革》，《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

年第６期刊发的《我国农村家庭经营是对马克

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新贡献》，《复旦学报》１９８６

年第１期刊发的《论我国当前的结构性需求膨

胀》，《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刊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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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制度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也

都论证和回答了“四化”建设中人们普遍关心

的重大现实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仅凸显了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在激情荡漾的１９８０年代积极

投身现实问题研究、多方位展现改革成就的特

色和风骨，而且也对改革实践和经济建设产生

了促进作用。

３．注重特色，服务高校与区域发展

个性和特色既是期刊的招牌，也是期刊的

资本。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刚刚告别了物资

短缺、知识短缺、精神短缺和思想短缺的中国，

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从万马齐

喑中走出来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个性，彰

显自我，不仅迅速地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发展态势，而且也“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或服务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

或服务于建设经济、传承优秀文化。

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注重特色、打造品牌，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所在高校学术方向、学科优势为特

色。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

的我国高校，其学科建制、招生规模、培养层次、

专业特色、学术方向等各不相同，而依托各高校

迅速发展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仅熟悉所在高

校的特色、特长、优势、重点等，而且其办刊宗旨、

功能、定位等也与所在高校的学术研究、学科建

设密切相关。尤其是，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的大部

分编辑，本身就是高校社科类院系的教师，有些

还是重点学科的领导、专家，这使期刊本能地都

把展现本校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作为刊物的发

展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新创办的专

业学术期刊，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

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的《人口研究》、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

传播》、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

等，均将展现本校本院所的优势学科、特色专业

等作为刊物的发展方向，刊物个性特色鲜明，这

不仅有利于刊物的健康发展，而且推动了学科的

发展与进步。

另外，与专业学术期刊相对应，这一时期的

综合性学报也都依据各高校办学层次、办学方

针、高校性质、承担的教育任务，以及学术资源

状况、科研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开辟特色栏目，

打造品牌。例如，一些重点大学学报《北京大

学学报》《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开学报》《清

华大学学报》等分别在文学、史学、经济学、哲

学、新闻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等传统学科上办

出了自己的特色；师范类名校学报如《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教育学、心

理学研究等，边疆高校学报如《思想战线》《贵

州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

报》的民族学、边疆民族史研究等，地方高校学

报如《河南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编辑学研

究，《深圳大学学报》的特区问题研究等，不仅

成功避开了“千刊一面”的尴尬，突出了各自的

优势，打造了品牌，展现了“高校 ＋学术”的特

色，而且也对高校的学术、学科建设及国家经济

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助推作用。

二是以高校地域特点为特色。地域优势既

包括地理环境优势，也包括历史积淀、人文特色

等优势。我国高校众多，分布极不平衡，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高校居多，西部、北部

边疆地区高校偏少。而大城市和边疆地区（包

括中小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文化

资源各不相同，依托高校而创办的高校社科学

术期刊也各有千秋。目前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学报名栏中，《殷都学刊》（安阳师范学院

主办）的“殷商文化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的

“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研究”、《齐鲁学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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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师范大学主办）的“孔子·儒家·齐鲁文化

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研究”等，都

已经在１９８０年代独领风骚。不仅如此，在那个

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年代，学报作为高等学校

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传播媒介，基本是一校

一刊，即使是当时新成立的地方院校（边疆院

校）、师范专科学校、地市党校等学术、学科不

强的学校，也都有学报编辑部这个组织机构。

于是，学科强的拼学科，科研强的拼科研，其他

的大多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历史

文化优势、人文资源优势，或另起炉灶，创办特

色学术期刊，或独辟蹊径，创办学报特色栏目。

前者如厦门大学 １９８３创办的《台湾研究集

刊》、西北民族大学１９８６年创办的《西北民族

研究》、山东大学的《周易研究》、青海民族大学

１９８９年创办的《青海民族研究》等，现在都是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后者如《河南大学学报》《河北

大学学报》《杭州大学学报》的“宋史研究”、《云

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安徽

大学学报》的“徽学研究”等，均发展得较好。

师范专科类学报、地方大学学报，如《赤峰师专

学报》的“辽金史研究”、《阴山学刊》（包头师范

学院主办）的“阴山文化研究”、《开封师专学

报》的“清明上河图研究”、《南都学坛》（南阳师

范学院主办）的“汉代文化研究”、《呼兰师专学

报》的“萧红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的“魏晋史

研究”、《九江师专学报》的“陶渊明研究”、《衡

阳师专学报》的“船山研究”、《承德师专学报》

的“避暑山庄诗文研究”，等等，都对发扬和传

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四、结语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１０年，是一个激情迸发

的１０年，是一个创造传奇、成就神话的１０年。

就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来说，尽管也存在着办刊

模式不完善、刊物策划少、季刊多且刊文量少等

缺陷，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

下，改革开放第一个１０年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
最大的亮点是发展快、成就多、百花齐放，最突

出的贡献是为改革开放４０年高校社科学术期
刊的健康发展、欣欣向荣开了个好头，在中国高

校社科学术期刊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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